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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锥齿鲨(Pseudocarcharias kamoharai)隶属拟锥齿
鲨科拟锥齿鲨属, 为卵胎生鱼类, 在印度洋、太平洋和大
西洋近海和赤道海域均有发现[1—6]。该鲨鱼被延绳钓渔业

渔获, 但由于其商业价值低, 常被丢弃, 其生物学数据非
常缺乏[7]。Fujita 仅对 8 尾拟锥齿鲨的怀胎儿情况进行了
分析[5], 刘维等研究了东太平洋拟锥齿鲨的生物学特征[8], 
对大西洋拟锥齿鲨繁殖力研究的文献记载较少见。本文通

过对东大西洋热带海域拟锥齿鲨繁殖生物学特征进行研

究 , 为我国参与国际鲨鱼养护与管理 , 评价东大西洋拟
锥齿鲨种群数量变动提供基础生物学数据。 

1  材料与方法 

1.1  样品采集 
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间, 在东大西洋热带

公海海域(05°37′N-12°01′N、29°00′W-36°51′W), 采集了延
绳钓捕的拟锥齿鲨渔获样品。生产调查船为中国水产总公

司金丰公司金丰 3号和 4号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船, 总
吨位 619 t, 主机功率 735 kW, 船长分别为 56.70 m 和
49.60 m。在调查期间, 共投钩 90次, 投钩总量为 226 848
钩, 共捕获拟锥齿鲨 191尾, 随机测量 132尾。 

观测雌雄鲨鱼繁殖系统器官判断该鱼是否性成熟 : 
雄性拟锥齿鲨通过鳍脚钙化程度判断其性成熟程度; 雌

性需综合观察, 判断的依据为当拟锥齿鲨卵壳腺出现膨
大 (卵壳腺宽度不小于 1.0 cm), 或卵巢内可见黄色卵粒
(卵巢内最大卵径大于 3 mm), 或子宫膨大(子宫内有胎
儿), 子宫内壁有大量血丝(内壁非发白)等可视为该雌性
拟锥齿鲨已性成熟。 

测量鲨鱼的全长(TL)、鳍脚长度, 分析左右子宫怀胎儿
情况。长度用皮尺或直尺测量, 精确度分别为 1 cm、0.1 cm。 

1.2  数据处理方法 
计算雌性拟锥齿鲨 50%性成熟长度和 50%妊娠鲨鱼

长度 L50 值  以 2 cm 间隔划分全长组, 计算雌性拟锥齿
鲨性成熟个体比例 P, 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拟合

Logistic 曲线方程 :
50

1
1 exp[ ( )]

P
r TL L

=
+ × −

, 估算出

50%性成熟全长 L50值
[9]。 

计算 50%妊娠雌性拟锥齿鲨全长 L50值, 方法同上。 
数据统计方法  采用 Kolmogorov-Smirnov Z 检验, 

检验雌雄个体全长分布差异性[10]; 采用 χ2 检验, 检验雌
雄性比; 采用 t检验, 检验均值差异性。 

2  结  果 

2.1  全长长度组成与分布 
在本次调查中, 雌性拟锥齿鲨全长的分布范围为 73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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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7 cm, 平均值为 99.4 cm (s.d.=7.7, n=60), 优势全长组为 92—
109 cm。雄性全长的分布范围为 75—109 cm, 平均值为 93.9 
cm (s.d.=7.8, n=72), 优势全长组为 78—105 cm。图 1给出了
雌雄拟锥齿鲨的全长分布频率。经 Kolmogorov-Smirnov Z
检验, 雌雄全长分布呈现显著性差异(P<0.01)。经 t检验, 雌
性拟锥齿鲨全长样本均值显著大于雄性 (P<0.01)。 

2.2  性成熟长度 
当鳍脚长度大于或等于 7.0 cm时, 雄性拟锥齿鲨达

性成熟, 其全长在 79—81 cm之间。即雄性拟锥齿鲨初次
性成熟全长为 79—81 cm或鳍脚长度不小于 7.0 cm。 

不同全长组雌性拟锥齿鲨性成熟率(P) Logistic拟合

曲线方程为 P= 1
1 exp[ 0.3494 ( 94.2359)]TL+ − × −

 (r2= 

0.7067, n=18),  雌性拟锥齿鲨 50%性成熟全长为 94.2 cm 
(图 2)。 

2.3  成体和胎儿性比 
共收集到拟锥齿鲨成体样本共 191尾, 随机取样 132

尾, 通过体表特征辨别雌雄, 检测到雄性 72 尾, 雌性 60  

 

 
 

图 1  雌雄拟锥齿鲨全长频率分布 
Fig. 1  The total length-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female and male 
crocodile shark 

 

 
 

图 2  不同全长组雌性拟锥齿鲨性成熟率及其 L50值 
Fig. 2  Percentage of mature female crocodile shark by total 
length classes and its L50 

尾, 分别占总数的 54.5%和 45.5%。经 χ2检验, 雌雄性比

符合 1︰1(χ2=0.92< 2
0.05χ (df =1)=3.84, P>0.05)。 

经解剖获 13尾雌体怀有胎儿, 收集到胎儿 50尾, 雄

性胎儿数尾与雌性胎儿尾数性比为 32︰18, 经 χ2 检验, 

雌雄性比符合 1︰1 (χ2=3.38, P>0.05)。 

分析左右子宫雌雄胎儿性比, 结果显示, 左子宫雌

雄胎儿数量分别为 10尾和 14尾; 右子宫雌雄胎儿数量分

别为 8 尾和 18 尾; 左右子宫雌雄胎儿数性比 χ2 值均为

0.50, 性比为 1︰1 (P>0.05)。 

2.4  受精卵数量、胎儿数量和产仔长度 

调查共获 2 尾子宫内同时存在受精卵和刚孵化出来

的胎儿, 拟锥齿鲨受精卵数为 22、24 个/子宫, 孵化后胎

儿数为 4尾, 左右子宫各 2尾。 
妊娠期间, 每尾拟锥齿鲨怀胎儿 4尾, 左右子宫各 2

尾(除 1尾已经分娩, 其左子宫没发现胎儿)。 

观察发现, 拟锥齿鲨的产仔长度可能与鲨鱼怀卵量

有关。妊娠期间, 在卵巢和子宫间的管道内可见有卵粒去

外膜后的卵黄液 , 且胎儿胃含物均为黄色液浆 , 可推测

其营养来源为卵巢中的黄色卵粒。在调查中, 有 1尾鲨鱼

左子宫中的胎儿已经干瘪松弛, 右子宫胎儿全长为 33.1 

cm和 33.5 cm, 可以自由游泳; 同时观察到 1尾鲨鱼子宫

中, 全长为 45.0 cm的胎儿可以在水中自由游泳, 也未见

分娩 , 此时卵巢内已无黄色卵粒 , 管道内也已没有卵黄

液, 仅胎儿胃含物中还存在少量黄色液浆。 

2.5  妊娠鲨鱼全长分布及其 L50 

妊娠雌性鲨鱼全长范围为 101—117 cm, 平均全长
为 106.7 cm (s.d.=5.0, n=13)。不同全长组雌性鲨鱼怀胎儿
比 例 (P) 拟 合 的 Logistic 曲 线 方 程 为 P= 

1
1 exp[ 0.2208 ( 107.7992)]TL+ − × −

 (r2=0.5232, n=17), 50%

拟锥齿鲨妊娠全长 L50为 107.8 cm (图 3)。 

 

 
 

图 3  在不同全长雌性拟锥齿鲨怀胎儿比例及其 L50值 

Fig. 3  Proportion of pregnant female crocodile shark by total 
length classes and its L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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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讨  论 

3.1  不同海域拟锥齿鲨长度分布比较 
在东太平洋海域, 雌性拟锥齿鲨全长均值显著大于

雄性, 雌雄平均全长为 100.6 cm和 94.3 cm, 雌雄最大全
长为 117 cm和 110 cm[8], 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他海域的调
查结果相一致。而 Compagno认为西北大西洋拟锥齿鲨的
最大全长仅为 110cm[11], 可能是钓获该鲨鱼的尾数较少
而未能观测到其长度最大值。 

3.2  性成熟长度 
刘维等认为在东太平洋, 雄性拟锥齿鲨性成熟最小

全长为 85—90 cm, 雌性为 89 cm[8]; Compagno报道雄性
拟锥齿鲨性成熟最小全长为 74 cm, 雌性为 89 cm, 但还
有可能其值会更大[11]。本次研究结果认为在东大西洋热

带海域雄性拟锥齿鲨最小性成熟全长为 79—81 cm, 雌性
50%性成熟全长为 94.2 cm, 与两位学者的结果有一定差
异 , 可能是海域环境差异性引起的 , 需要进一步的探讨
研究。 

3.3  繁殖力和产仔长度 
刘维等研究发现子宫中共怀受精卵数为 10—25个[8]; 

Compagno 认为雌性拟锥齿鲨每个子宫受精卵一般在 2—
9个[11]。本次调查发现 2尾拟锥齿鲨子宫中有受精卵, 其
数量为 24—26 个/子宫, 和前者结果略相近, 而比后者
大。这可能与怀卵母体大小或水域环境不同有关。刘维 
等 [8]、Compagno[11]认为刚出生拟锥齿鲨全长分别为 41 
cm、40 cm。Fujita研究发现拟锥齿鲨胎儿营养为卵黄液, 
子宫内胎儿全长 42.8 cm而未见分娩[5], 本次调查结果与
之相一致, 推测拟锥齿鲨产仔长度与可能母体中卵巢内
可供能量的怀卵数量而定。 
3.4  妊娠鲨鱼长度 

雌性拟锥齿鲨 50%妊娠长度、最小妊娠个体长度均
要比 50%性成熟长度大。Fujita发现最小妊娠个体全长为
98.2 cm[5], 而刘维等调查发现最小妊娠拟锥齿鲨全长仅
为 89 cm[8], 比本次调查的 50%性成熟长度小, 可能是本
次调查时间短还未观察到小个体妊娠拟锥齿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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